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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路景观影响评价方法探讨

Discussion on urban Freeway Landscape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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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道路景观影响评价发展状况和意义，给出了城市快速路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基本概念、步

骤和方针；结合常用的景观影响评价方法，充分考虑工程实践中时间性、准确性要求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景观影

响评价方法。在该方法中对指标的概念和标准化处理方法做了改进，计算函数更为实用和完备，并充分考虑了公众关注度

的因素，体现了观念的更新。最后给出了对视觉影响的缓解措施和改进意见。

关键词 景观 视觉 环境影响评价

Abstract The progress and significance of road landscape and vision impact assessment is introduced. The conception，pro-
grams and principles of urban freeway landscape impact assessment is put forward，and related mathematic models are also built.
Public attention is considered adequ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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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快速路从 20 世纪兴起的城市化运动的产

物，它是可以具有中央隔离带、多车道、控制进出

口、全立体式交叉道路，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

效手段［1］。快速路这种大型土建工程具有公共

性、大规模、长久性、基础性等景观特点［2］，因而除

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外，还可能带来包

括景观及视觉影响在内的其他影响。国外从 60 年

代开 始 对 工 程 项 目 进 行 景 观 影 响 评 价，如 美 国

1965 年的《公路美化法》，要求政府政策中考虑“风

景的价值”，1969 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

机构决策时，运用适当的衡量美学价值的技术［3］。

我国从 90 年代开始对景观影响评价进行研究，由

于起步晚，虽然发展迅速，但基本是借鉴国外的方

法，未能很好的结合中国的国情，未能建立完善的

体系结构。对道路景观影响评价的方法本身，国内

大量文献均从道路使用者出发，着力研究周边景观

对道路景观的影响。本文在对北京某大型快速路

景观影响的实践过程中，对以往的方法提出了改进

措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风景景观工程体系

的评价方法，对以往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完

善，如增加了影响人口、公众关注度以及将快速路

对周边景观影响和快速路对自身使用者的视觉景

观影响共同考虑等，形成了较为简单有效的评价体

系。

2 景观影响评价的步骤

图 1 道路景观影响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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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调查评价

3. 1 调查范围

一般根据沿线的地理地形特征确定，以道路建

设引起景观变化的范围作为基本调查区域。

3. 2 调查内容

研究表明，我们所获得外界信息的 90% 以上

来自视觉感受，而快速路的体量较大，为评价分析

快速路景观影响，应着重调查识别周围的具象景

观。调查内容见图 2。

图 2 道路景观影响评价调查内容

4 景观影响评价

4. 1 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范围

对某些景观要素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对那些构

成景观特色、具有地区及区域性的独特景观所产生

的微妙影响；对具有特殊价值的地点和具有高度景

观价值的地方产生的影响。

4. 2 影响评价的方法

目前流行的景观影响评价方法很多，有景观美

感文字描述法、景观印象评价法、景观心理测量评

价法、计分评价法、平均信息量法、回归分析法、加

权网络分析法、模糊集值统计法以及系统评分法

等［5］。

一些专家将这些方法分为计值评价（ 定量评

价）和优先性评价（定性评价）。实际评价中，两种

方法经常交互使用、相得益彰。例如：在一般描述

性方法基础上通过评分法或者问卷清单法而使评

价过程和结果得到简化；一些主观性指标的分级计

分需要通过描述性方法来实现。

4. 3 工程实践中使用的方法

基于工程实践中对准确性、操作性、及时性的

综合考虑，可以在描述法识别敏感点的基础上，采

用以下较为简单有效的指标评价方法。

4. 3. 1 景观影响因子描述  景观影响因子主要

包括敏感度因子和协调度因子，其中敏感度因子包

括影响人口、视频、醒目程度、相对距离和相对坡度

五个影响因子。

敏感度因子如下：

影响人口 Sp：主要包括在该敏感点内活动的

流动人口或固定人口。敏感点的影响人口越多，其

景观影响的敏感度相应越高；

视频 St：工程项目在某敏感点观景者视域内出

现的几率越大则其景观影响的作用时间长，景观影

响的敏感度就越高（ 或为周边景观在道路使用者

视域内出现的几率）。视频这一景观敏感度因子，

可以通过测定该敏感点内可观察到工程项目的面

积与敏感点总面积的比值来确定［6］；

醒目程度 Sc：某些独特的造型地貌，不同的景

观元素边缘交错地带，都是较为醒目的区域，可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醒目程度这一敏感度因子的等级

及取值［6］；

相对距离 Sd：工程项目相对于敏感点的距离

越近，景观敏感度就越高。设定一标准距离，通过

景观与观景者的距离和它的比较来确定相对距离

的等级，依据这一等级可以确定相对距离这一敏感

度因子的取值；

相对坡度 Sa：工程项目相对于敏感点视线的

坡度越大，工程项目被看到的部位和被注意到的可

能性就越大，敏感点可能受到的来自工程项目的冲

击也就越大。可以通过设定一标准坡角，通过实际

坡角与它的比较来确定相对坡度的等级，进而根据

这 一 等 级 确 定 相 对 坡 度 这 一 敏 感 度 因 子 的 取

值［7］，可以通过坡角 α。或者坡角的正弦值 Sina
进行比较和分级。

其中，对于影响人口因子 Sp，当评价对象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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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景观欣赏、历史价值时，应考虑公众关注度，

其评判标准应不限于周边有直接影响的人群的多

寡，还应考虑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程度。

对于醒目程度因子 Sc 和相对距离因子 Sd 的

影响应分路段考虑车速不同情况下的视觉效果，之

所以考虑这点，是因为在协调性问题上，工程项目

与周边景观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城市快速路

景观的动视力特性研究视觉是人认识外界、判断外

物的物理特征的基础。道路景观是视觉艺术，我们

在城市快速路上所获得的景观感受直接受我们视

力特性的限制。在快速路上的观察是人在连续运

动中的观察，我们将搭乘机动车交通过程中乘客的

视力称之为“ 动视力”。因此，探讨城市快速路的

景观，需要我们对人的动视力特性深入研究。当我

们在运动中想要看清楚什么东西时，就会停下来仔

细观察。走马观花中我们只能获得物体的大概印

象。因为，我们的感官适于感受和处理运动速度在

1. 4 ～ 4. 2m / s 以下的对象。如果运动速度增加，观

察的细节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不同车速

对乘客辨认距离有很大影响，当车辆以 60km / h 速

度行驶时可看清前方 370m 处的标志，而车速增加

到 80km / h，则辨认距离为 500m。对交通环境而

言，就是车速增大景观元素的尺度也应加大。所以

研究动视力与车速的关系，对城市快速路景观研究

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另外，人的视野也会随着车速

的变化而变化，当车速增加时，人的注意力集中点

前移，视野范围逐渐变小。如 J·R·汉密尔顿和

L·L·瑟斯坦所做的注意力集中点和视野、车速

关系试验显示：车速的变化还会引起人对道路两侧

景物的观察的变化，当车速为 64km / h 时，能看清

两侧 24m 之外的物体，而车速在 90km / h，则需在

33m 以外才能看清，小于上述距离则无法看清［1］。

这一点是快速路景观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

因素，对于在快速路两侧建设防护设备、绿化带遮

蔽的强度有决策性影响。

协调度因子如下：

协调度，即工程项目的视觉特征是否与临近区

域协调，主要体现在项目类型、设计风格、尺寸、色

调、建筑材料等方面。

4. 3. 2 景观影响因子属性分析  在操作中，为

便于计算和比较，各影响因子均使用根据其属性，

通过分级评分并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的结果。

为了便于对各个景观影响因子进行打分，需要

确定其属性分级。对于可定量的指标，如影响人口、

视频和视距等因子，可采用 5 级量化分级的方式进

行打分；对于不可量化的指标，如醒目程度、协调程

度等指标，可采用 5 级描述性分级进行打分。具体

的属性分级如表 1 景观影响因子属性分析所示。

表 1 景观影响因子属性分析

敏感度因子

因子分值 0. 2 0. 4 0. 6 0. 8 1

影响人口 / 万人
视频 / %
视距 / m

相对坡度

< 0. 1
0 ～ 20
> 3000
很小

0. 1 ～ 1
21 ～ 40

1000 ～ 3000
较小

1 ～ 2
41 ～ 60

200 ～ 1000
一般

2 ～ 10
61 ～ 80

10 ～ 200
较大

> 10
81 ～ 100

< 10
很大

协调度因子
因子分值 - 1 - 0. 5 0 0. 5 1

协调程度 极不协调 不协调 中性 比较协调 非常协调

4. 3. 3  景观影响指数 函 数   景 观 影 响 指 数

（LⅡ）= 敏感度（SⅠ）*协调度（CⅠ）

其中：

景观影响指数用于标识整体上工程项目对既

有景观的综合影响；

敏感度用于描述工程项目对景观的影响程度

的量度，由于各敏感因素是交替出现共同影响景观

敏感度的，本研究采用各归一化的敏感度因子之积

量化敏感度：

SI = Sa × Sc × Sd × Sp ×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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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度主要用于描述工程项目本身与既有景

观的协调程度，由评价者进行主观的综合考虑给出

- l ～ 1 之间的量化结果。负值表示不协调，正值

表示协调，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应的协调或不协调的

程度越大；

景观影响指数用于标识工程项目对不同敏感

点的景观影响大小，其值可正可负，如果为正，表明

该工程项目会对该敏感点的景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反之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其影响的积极与否，主要

取决于协调度的正负。

5 重点工程与周围景观的相容性问题

基于高速路和周边景观在风格方面以及所体

现的文化内涵可能存在的差异，应重点分析重点工

程与两侧景观的相容性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

素：一是高速路所具有的现代及高科技特征；另一

个是工程附近区域的景观文化特征（ 尤其中国独

特的“山水化”了的景园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的

趋势。这个分析过程可以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通

过一般描述性方法完成。

6 缓解措施和建议

在景观影响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缓解措施和建

议：

（1）为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线路尽量利用

地形、地貌与周围环境协调配合，少占耕地、少拆

迁，高填地段采用保护与环境美化相结合的措施。

充分利用地形；

（2）在设计风格、尺寸、色调、建筑材料等方面

进行调整，以及利用建筑学方法，使建筑与周边景

观的反差度降低、使建筑群的布局得到优化；

（3）通过隔离带、绿化带的建设以美化沿线环

境，同时遮蔽周围部分景观，降低负面影响；

（4）注意工程规划中地下设施的作用，防止地

下布局架构的不良景观影响。

（5）缓解措施不仅要考虑挽救和缓解工程的

负面影响，更应积极的考虑美化环境、改善景观的

设计。

7 结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实施已有 20 多年

了，该项制度的实施对开发项目的合理布局，控制

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环境影响评

价与国际上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

是，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仍未受到关注。为此，建

议我国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力度与实际应用工

作，以丰富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推动我国环

境保护事业韵发展。具体措施为：①开展景观及视

觉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根据国外的发展情况和

研究状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评价的内涵

和评价方法。景观生态学和景观美学是其中的理

论依据，评价应以科学、方便、实用为原则。②制定

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指导和规范此方

面的工作。③开展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示范研

究。根据不同的地区、类型，选择几个项目，全面开

展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为开展该工作提供范例。

④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在评价的过程中重视公

众的关注程度，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

发挥环评法所肯定的公众作用。⑤注重景观影响

评价专业人员的培训。随着环评法的实施，培训的

内容应加强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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